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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兴的工业城市。历代县志

中，虽有涉及株洲的某些方技、医林人物等记述，但未曾编写过卫

生专志。卫生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，又为社会的发展服务。

编纂《株洲市卫生志》是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的千秋事业，功在

当代，惠及子孙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，是全市

卫生事业一项基本建设，是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夙愿。《株洲市卫

生志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株洲从清朝至
’

1990年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规律，总结了卫生医疗实践的经验教

训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。以时为纵，以事为横，纵横探索，核实求

真，循历史发展的轨迹，对株洲市卫生机构的沿革，疾病流行防治

的演变，医药卫生事业的规模，医技、医教、科研的发展均有翔实撰

述。着重反映了建国后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成就，歌颂了共产党对人

民健康的关怀，赞誉了医务工作者的业绩。断臂再植，成功抢救停

止自主呼吸160分钟暴发流脑患儿，切除重达21公斤的肿瘤，治

愈烧伤面积达90％的产业工人，用“毛萝摩”草药治疗毒蛇咬伤，．

编印中医中药书刊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均作了记述。通观本志，

材料取舍得宜，专业特点突出，具有资料性、思想性和科学性：本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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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世．，使株洲市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，将起到

资治、教化、存史的作用。

全书30万字，是广大医药卫生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，是编撰

人员奋笔耕耘的结晶，阅读本志，定能激发广大卫生工作者的爱国

之情和奋进精神。披阅之余，欣然命笔为序。

周运镇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



凡例

凡 例

一、本志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注

意历史的客观性．

二、本志记述详今明古，立足当代，上始发端，下断于1990年。

部分事件有所下延。

三、体例按“事以类从，事近相聚、事同相并，横排竖写”的办法

处理，设记、志、传、录、图、表、附等体裁，以志为主。事类划分不受

机构隶属关系限制。

四、本志统计数据所指“全市”，是指其时市辖范围。

五、人物传记以近、现代为主。为更多记述当代人物，特设人物

名录。

六、资料录自省、市以及湘潭市、县档案馆档案，部分资料由有

关单位提供或采自口碑。

七、统计数据以卫生年报为准，取不到全数的用典型数据说

明。

八、度量衡表述j律按公制单位。

九、市辖各县均已修志，本志重点记述城区。

十、时间表述在中华民国及以前用朝代纪年，另在括号内加注

公元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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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7 述

株洲位于湖南东部，湘江中下游，罗霄山脉西麓。地处南岭山

脉至江汉平原倾斜地段。属亚热带地区，气候温和。东邻浏阳县、

江西省萍乡市和莲花、永新、宁冈三县及井冈山市；西依湘潭、衡

东、安仁三县；南接资兴、桂东；北与长沙毗邻。市区是京广、浙赣、

湘黔铁路的交汇点。是我国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，水陆交通便利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株洲只是一个县辖小镇，除两个部办工厂

外，镇区只有7000居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社会主义工业化

建设蓬勃兴起，历40余年，已建成新型的工业城市。市辖株洲县、

攸县、茶陵县，酃县、醴陵市，城市分东、南、北、郊四区，总面积为

11280平方公里，总人口347．57万人。

株洲医药，始于远古。相传数千年前，炎帝神农氏迁徙江南，葬

于酃县鹿原陂。在茶陵、酃县一带，有采药捣药之迹。留有“味草

亭”(炎帝辨药处)、“天池”(炎帝洗药池)等“味草遗踪”。南北朝梁

天监四年至大同二年(505～536)著名药物学家陶弘景，隐居长沙

郡霞山。后迁至株洲南郊宰相坡。陶弘景好道家之术，精通医药学。

以采药炼丹为乐。著有《本草经集注》，按药物功用分类，为临床处

方带来了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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